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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牵挂

故乡未曾远离
32 岁的佟晓庆是永康一中的一名英

语老师，她的丈夫孙博则在同校担任数学

老师。今年是这对东北夫妻来到永康工

作的第6年。2016年，夫妻俩通过人才引

进进入永一中任教。

以前，每逢春节前夕，夫妻俩都会早

早地订好机票，回老家吉林省辽源市与父

母一起过年，吃上一顿难得的团圆饭。受

疫情影响，从 2020 年开始，夫妻俩就积极

响应我市“就地过年”的号召，此前已经连

续两年没回过东北。2020 年 10 月 1 日，

随着女儿伊伊的诞生，夫妻俩带着孩子回

趟老家的心情越发迫切。

“伊伊现在已经1岁4个月了，原本打

算今年春节回家看看的，结果疫情还在反

复，只能临时取消计划了。”虎年春节，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个春节，也是佟

晓庆一家留在永康过的连续第三个春节。

“万一我们回了趟老家，结果被隔离回不来，

就耽误学生上课了呀！不能因为这个影响

了孩子们。”孙博所负责的班级正处于高三

关键时期，为了不影响学生的课程进度，即

使思乡心切，夫妻俩又一次主动放弃了与家

人的团圆，选择继续留守在“第二故乡”。

在佟晓庆心中，永康这个“第二故乡”

是一座温情的城市。“在这里生活了这么

多年，永康人民给我的印象不仅勤劳肯

干、兢兢业业，更是热情好客。留在这里

过年，我们不孤单。”

虽然春节回不了家，所幸“家的味道”

并未缺席。年前，佟晓庆就收到了来自东

北的沉甸甸的包裹，打开一看，她又惊又

喜：里面全是打包好的菜肴和食材。远在

老家的母亲担心在外地过年的女儿想念

从小吃到大的年味，于是特意提前寄来家

乡的烧饼和油豆角。好朋友也不约而同

寄来了东北特色小吃黏豆包。而同为新

永康人的东北朋友，贴心地端来了她妈妈

亲手做的猪皮冻。

还有一种让佟晓庆心心念念的无法

代替的年味，也在这个第二故乡实现了

——“除夕那天，我公公起大早去菜市场

买齐了菜料，在我们东北，都是边包饺子

边守岁的。”佟晓庆的公公婆婆从吉林老

家来到永康，陪伴这个小家庭过年。除夕

夜，一家五口围坐在餐桌边，擀饺子皮、拌

馅料、包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

这一道道承载着满满爱意的菜肴，共

同组成了特殊的“年夜饭”。佟晓庆说：

“不在老家，却也享受到了一顿带着‘妈妈

味道’的年夜饭，就地过年，幸福不减。”

就地过年幸福不减

每逢春节忆“团圆”。对于游子而言，回家过年是这一年辛苦奔波的盼头。然
而，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新永康人积极响应我市市委、市政
府号召，自发留在这个“第二故乡”过年。

又一年新春，又一年留守，但他们始终相信：短暂的相隔，是为了更好地相聚。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年。”28岁的

超人集团人力行政部工作人员白磊来自

江西。2021 年 9 月，他来到永康发展，虽

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永康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年前，市委、市政府发出“留永过大

年”的号召，白磊积极响应，超人集团也向

留永过年的新永康人发放年货礼包，传递

浓浓暖意。“永康真的是一座温暖的城

市。放假的时候，我们这些新永康人都收

到了公司发的年货礼包，让我们能安心地

就地过年，真的是太惊喜了。”白磊说。

今年虽然是他在外过的第一个新年，

但是有市委、市政府和企业的关怀，还有

公司同事的关心，他的新年过得格外温

暖。“除夕夜那天，几个来自安徽、贵州、河

南的同事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在永康过年，

他们做了几道地道的家乡菜，拉着我一起

吃年夜饭。”白磊说。

春节期间，他也好好走访了这座让他

深感温暖的城市:爬园周小长城，俯瞰永康

城市全貌；爬方岩拜胡公，领略方岩山风

景，学习胡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精神。

“在永康过年就像是在自己家过年一

样，有大家的关怀和温暖。”白磊展望新的

一年，准备脚踏实地加油干，用实干回馈

这么多人的暖心关怀。

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越来越多的新

永康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选

择留在永康过大年。市一医医共体东城

分院医护人员郑金萍也是其中一个。

来自江西的她因为疫情原因已经好

几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今年，她仍选择

留在永康过年，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坚守

在核酸采样点，为确保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用值守写下最美的“敬业福”。

“像我们常在一线，平时陪伴家人的

时间也少，刚好春节可以多陪陪孩子。而

且现在都能视频通话，很方便。”虽然嘴上

这样说，但每到春节她都会按照家乡过年

的习俗，以此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融媒记者 马忆玲 徐敏 潘燕佳

异地过年惊喜连连

1 月 31 日下午，随着最后一个菜“金

玉满堂”出锅，陈女士家的年夜饭正式开

席，她的老公马先生倒好饮料和酒水，打

开手机微信视频，一家四口和远在湖北的

父母品尝了一餐“云上团圆饭”。

“祝外公外婆、舅舅舅妈新年快乐，干

杯⋯⋯”这边，陈女士 8 岁的女儿墨墨和 1

岁多的儿子都端起了饮料杯，通过手机视

频敬酒拜年。

“干杯⋯⋯”视频那边，陈女士的父母

和弟弟弟媳也已经张罗好了饭菜，一家人

围坐一桌，也举起了酒杯，又过了一个“云

团年”。

这头刚结束和湖北老家的父母家人“云

团年”，那边马先生远在深圳的哥哥一家就

发来了视频，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云相聚”。

陈女士和马先生的老家分别在湖北

和山东，在我市工作生活已经有 10 多

年。马先生的母亲跟他们一起生活，父亲

则和他哥哥住在深圳。因为疫情与春节

第三次“相遇”，这也是他们一家第三次选

择就地过年。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准备这个春

节一起回湖北，到娘家过年，但年前省内这

波疫情加上春节前不给力的天气，打乱了

我们的计划，我们一家人最后商定还是选

择不出远门，就地过年最安全。”陈女士说。

事实上，陈女士一家不仅和父母亲人来

了一个“云团年”，还与天南海北的三位好朋

友一起，共同品味了不一样的“云相聚”。

原来，在选择就地过年之后，陈女士

一家还计划和两位同样选择就地过年的

朋友及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但考虑到三

家人聚在一起有点多，最后还是打消了这

个念头，大家最终商定把一起吃年夜饭的

仪式感放在手机“云端”上，集体来一个见

“屏”如面，隔空相聚、传递祝福。

当日 16 时许，陈女士一家和朋友开

启视频群聊天。通过手机视频，他们互相

晒着年夜饭的准备情况，其中一位在湖北

黄冈农村过年的朋友还特意放起了烟花

助兴，祝福彼此新一年事业兴旺、工作顺

利、生活幸福。

山海不可平，祝福传千里。在马先生

一家看来，虽然不能回老家和父母亲人朋

友团聚，尽管大家在天南海北，但只要大

家都平平安安，有你、有我，就是最好的团

圆，“云团年”一样很温馨。

天南海北的“云团年”同样温馨

佟晓庆的公公婆婆在包饺子 陈女士（中）与亲友云团聚

短暂分离是为更好地团聚


